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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又是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核心，如何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其中文化认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该研究旨在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构成要素和实

现途径，从而为实现党外知识分子对当前国家体制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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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o do the work of non-Party intellectual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and to d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non-Party intellectuals is the core of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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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on-Party intellectuals, how to d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of non-Party intellec-
tuals, among which cultural identity has an immeasurable ro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
plore the elements and ways to guide non-Party intellectu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
hanc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non-Party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identity, 
ideological identity, theoretical identity and emotional identity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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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在统

一战线中最深刻、最基础的表现，是正确认识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

想的关键，也是汇聚统一战线力量的强大源动力。用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大统战”格局的发展，以文

化认同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大动员，这既是统一战线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必然方向，更是

汇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动力的最优选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期统一战

线工作，提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关键在于文化自信，用文化认同拓展统一战线新的空间，这是

统一战线从文化认同层面形成人心归一的新理念。因此，研究探索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以“文化认同”

作为基本依据，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拓展工作范围，从而达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根本目标。 

2.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性 

党外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先进知识的传播者，是我国人才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使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但

随着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和交锋影响着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

思想状况[2]，特别是部分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文化认同较为淡漠，实用主义倾向性严重，对政治的关注度

不高，倾心具体工作，扎根利益攸关的事情，对组织的统一安排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长期不进行引导

势必造成对更大群体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把握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特点，提高统一战线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高校作为党外知识分子密集聚集机构，是党外代表人士的主要源头，也是产生党外旗帜性人物的重

要基地，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倾心贡献，国家重大政策、法规的出台也离不开高校

党外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和参与[3]。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有利于通过高校党外知识分

子的影响力提升全社会党外知识分子整体政治素质。 

3.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共同构成了国家发展的软实力，统一战线要助力提高国家发展软实力，离

不开对文化认同的深刻理解，需要从更高的政治站位把握文化认同的战略作用。因此，将文化认同作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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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环节，既有现实的必要性，又有解决问题的实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外知识分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文化现代化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精神文化需求高尚，在文化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示范升华作用；求真务实意识强烈，在文

化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开拓创新作用；联系面宽广，在文化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参与维系作用；专业造

诣高深，在文化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建言献策作用；社会角色相对超然，在文化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监

察监督作用；教书育人职能优势，在文化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宣传教育作用[4]。因此，正确引领党外知

识分子文化认同，树立强大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关乎民族团结进

步和社会和谐稳定，其中，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实现文化认同，传统文化认同是根本元素，红色文化

认同是典型做法，“四史”文化认同是时代需求。 

4. 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文化认同引导路径 

4.1. 提升传统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纽带。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所有

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中华文化最根本的认同是传统文化的认同。高校的统战工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

影响力大，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窗口。同时，高校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阵地，肩负着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化、打造文化自信、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5]。由此，

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优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继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了解和增进文化认同，

树立其对中华文化的信心，是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环节。 
1) 坚定文化自信。结合高校统战工作实际，依托优势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研究，打造“传承 +

教育 + 学习 + 研究”模式，实现文化认同的加深。增进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情感联系，坚定

文化自信，养成文化品格，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真正将思想政治引领扎根于丰富的文化沃土之中，提

升思想政治引领的文化影响力和感染力。 
2) 凝聚文化共识。构建起团结合作、民主协商的政党文化，爱国进步、团结和睦的民族文化，明礼

守信、义利兼顾的新社会阶层信义文化，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创业创新文化，同宗同源、念祖爱乡的

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在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中努力做到以文化人、以文润事、以文资政[6]。 
3) 增进文化自觉。不断拓宽渠道，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开展特色文化

生活，形成润物细无声的生活关怀和文化引导，增进党外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通过讲坛论坛学术交流

等形式，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众多资源，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4.2. 增强红色文化认同 

红色文化作为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在夺取红色政权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红色文化中体

现的艰苦奋斗、甘心奉献、不畏艰险、舍生取义、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始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中推进红色文化认同，实际就是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是对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革命事业的认同，同时为进一步坚定党的领导树立根本信心。以河南为

例，河南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现有 800 余处可以开发

利用的红色文化资源[7]。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

这些精神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的塑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工作而言，更具

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1) 搭建研究开发平台。调动高校和社会科学院开发研究红色文化的积极性，搭建红色文化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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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色文化诠释、革命精神凝塑、价值理念引导、道德品质规范等进行科学探索，不断将红色文化与时

代特征结合起来，与时代召唤结合起来，与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引领需求结合起来，不断提炼升华文化价

值，提高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和认同感，充分发挥红色历史净化心灵、砥砺意志、凝聚人心的作用。 
2) 拓展宣传教育渠道。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宣传手段，开发信息网络系统，构建时代宣传媒介，

不断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扩大红色文化传播效力，不断提高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打造党外知识分子

培训基地，形成系统的培训教育体系，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合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

红色文化春风化雨、如盐在水的浸润作用。 
3) 推进红色文化传播。党外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对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较为深刻的

认识，要以符合当代文化传播潮流的形式来促进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接受、理解和认同红色文化在新时代

的重要意义，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品牌、构建红色文化教育平台、发展红色文化产业，以

红色文化滋养党外知识分子的初心和使命。 

4.3. 推进“四史”文化认同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兴衰的历程，是国家和民族情感联系的纽带，只有重视历史、研究历史、

传播历史，才能发挥历史文化最大的教育效能，也只有将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在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中埋下

种子，才能实现文化认同的根本目的。因此要把“四史”学习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传承工作，引导党外

知识分子掌握历史发展逻辑、领会历史厚重底蕴、感悟历史价值意义、明确自身历史责任、实现历史文

化认同。党外知识分子学习“四史”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开展，否则“四史”学习教育很容易

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达不到文化浸润的效果。 
1) 着力组织领导。一是全员覆盖，分层实施。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全体纳入参与“四史”学

习教育对象范围，与全体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同部署、同学习、同检查。二是搭建平台，专题培训。组

织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研讨会和座谈会。三是全力支持，深入实践。支持各民主党派、

知联会、留联会积极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政治觉悟，激发党外知识分

子活力，凝心聚气创造业绩。 
2) 着力理论学习。一是突出党外代表人士的头雁效应。组织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参加学校组织的“四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和推进会，并进入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四史”学习教育读书班。二是广泛开展联谊

学习教育活动。各二级党组织邀请党外代表人士积极参加各单位组织的“四史”学习教育和研讨，通过

联谊、列席党委会、党支部会议等形式开展学习。三是充分发挥统战基层组织作用。各民主党派和知联

会、留联会在各自组织内部开展动员学习活动。 
3) 着力载体创新。一是做好党组织和党派组织的联合。将各个党派组织与学校的二级党组织联合起

来，共同开展学习。二是做好多种学习方式的组合。在组织党外干部自学的基础上，坚持把专题研讨交

流作为学习“四史”的重要方式，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第一议题”学习等形式，列出若干专

题，开展辅导学习。三是做好学习和实践活动的结合。与深化社会服务相结合，与助力乡村振兴相结合，

与建功新时代相结合，在学习的同时，将学习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发挥知识分子优势，引导党外知识

分子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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